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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2年5月， 学校让我负责中文系的工作， 主要是学科建设。 我想，
学科建设同教学工作是相辅相成的， 而教学是教师学生两方面的事。 只
有学生学得活， 学得主动， 学校才有生气。 尤其中文系的学生， 首先应
该能读能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发现20世纪30年代
末至40年代学校在城固、 兰州时一些学生的诗作， 十分感人， 同时我也
知道我校中文系在50年代、 60年代也出过一些杰出的诗人。 所以， 打算
编一本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校友诗选》， 把历届校友中诗人的优秀之作
加以汇编， 一则展示成绩， 二则弘扬传统， 三则也是对当前学生创作的
一个示范。 因为当时不但系上办有文艺刊物 《先锋》 （由雪原文学社主
办）， 各班也都有自己的文艺刊物。 学校的诗歌学会还有一个诗刊 《我
们》。 大约1992年底我将这事同徐兆寿同志商量， 他很高兴， 我请他负责
联络、 征稿工作。 1994年彭金山同志调来， 我们三人又就此具体商议，
在有关文艺报刊上刊登征稿广告， 并印了征稿函， 寄地县各校和可以联
络的熟人。 八十、 九十年代的校友热情支持， 作品征集较快， 而六十年
代以前的征集得很少。 有些当时在校很活跃的人后来不写诗， 有的对以
前所作不满意， 或觉得与今天时代不甚协调， 不愿拿出； 也有不少人联
系不上， 而且有的已经退休， 不太关心这方面信息， 有一些则已经去世。
再加上我们都还有些别的事忙碌， 所以同我们的计划差距较大， 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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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进展缓慢。 后来打算在1999年校庆前编出， 并扩大到全校校友， 而
不限于中文系。 因为我们认为总结整个西北师大诗歌创作的传统， 揭示
和弘扬西北师大的传统作风， 对指导学生的创作实践、 推动校园文化建
设更有意义。 不久学校大庆时间推迟到2002年， 我自己也觉得可以把这
个工作作得更好一些。 所以， 迟至今日才准备付印。 当我把这厚厚的复
印件、 打印稿和抄录稿翻过几遍之后， 心里说： “终于将它编出来了！”

下面我想对西北师大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今诗歌创作的情况作以
简单的回顾。

一、 西北师大的诗歌传统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

西北师院是在抗战的烽火中独立设置、 迁至兰州的， 她的前身是北
平师范大学， 至今已经历了百年岁月。 自1939年独立设置以来， 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 走向甘肃的各个中学， 各个文化、 宣传、 行政
部门， 走向西北， 走向全国。 西北师大桃李满天下， 西北师大培养的很
多学生也是桃李满天下。 大半个世纪以来， 西北师大学生中培养出了数
以万计的优秀教师、 科学研究人员和杰出的教育管理专家， 也有不少成
为省、 地、 县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他们都以自己的工作业绩回报
祖国， 报答母校。

我这里要说的是， 七十多年来， 西北师大也产生了很多诗人。 在甘
肃， 有人说西北师大是 “诗人的摇篮”。 每年从西北师大 （西北师院、 甘
肃师大） 高大雄伟的校门走出， 奔向全省及祖国各地的毕业生， 也将他
们的歌声带向了甘肃的山山水水和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 当每届在校的
学生听到几年前、 十几年前、 几十年前校友的歌声， 看到他们传播心声
的诗篇之时， 自己的诗情也就激荡起来。

西北师大学生为什么会形成爱好诗歌创作这样的一个传统？ 我想可
能由于下面三个原因：

（一） 甘肃大地有很深的文化蕴藏和气象万千、 风景各异的自然风
光， 又是民族风情丰富多彩的多民族聚居地区。 嘉峪关、 敦煌、 麦积山、
黄河、 大漠、 草原、 森林、 陇南的入蜀古道……藏族姑娘划破长空、 激
越嘹亮的民歌， 回族青年饱含激情与幽默风趣的花儿， 东乡族、 保安族、
裕固族、 蒙古族、 哈萨克族动人的传说， 以及伏羲、 炎帝、 黄帝、 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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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古老神话， 杜甫、 高适、 岑参、 陆游的足迹， 都是孕育诗情、 激
发诗兴的条件。 生长在东乡县的著名诗人汪玉良， 因为写阿克塞扬名全
国的张子选， 甘南草原上成熟起来的阿信、 桑子等， 便是证明。

（二） 师范院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 也有工矿、 城市等地的青年学
生， 生活充实丰富， 古老的传说、 民间歌谣是培育诗情的酒麯， 父老乡
亲的喜怒哀乐是他们永不枯竭的诗的源泉。 临夏、 岷洮的花儿， 陇南的
乞巧歌与春官歌， 河西的宝卷， 兰州的 “孝贤”， 省内大部分城乡都有的
山歌、 号子、 秧歌 （灯曲） 等， 养成了他们对诗歌的兴趣。 当他们汇集
在一起的时候， 更感到了生活色彩的绚烂。 这也就使他们抑制不住地发
为歌咏， 就像家乡那古老的歌一样， 永远都饱含着泪水， 夹杂着哀叹，
也夹杂着笑声， 洋溢着真诚与热情。 生长在陇中干旱地区的定西， 分别
在解放战争的号角声中和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进入甘肃师大， 在校期间便
蜚声诗坛的夏羊和何来便说明了这一点。

（三） 西北师大的历史， 从北平师范大学的西迁， 到西安临时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 再到西北师院的独立设置， 兰州校本部的形成， 都是在
抗日的烽火中经历的。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 抗日英雄真不少。
……

这是光未然 《黄河大合唱》 中 《保卫黄河》 中的前几句。 为了教育
出千千万万坚决抗日， 为保卫祖国、 保护民族的文化而愿意抛头颅、 洒
热血的青年， 为了铸造我们民族的灵魂， 多少爱国青年同他们的师长一
起， 徒步秦川秦岭， 挥汗陇水陇山。 他们既以诗抒发情怀， 也以诗互相
鼓励， 坚意定志， 进行宣传。 请看当时一位由北方到西北师院学习的学
生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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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北方，
———我的家居住在易水河上。
乡里父老们泪眼惜别祖坟下，
牛羊漫山奔，
稚子呼妈娘，
怀着报效祖国的一颗赤心，
我也开始了流浪！

我流浪———
我流浪在祖国内地，
华夏的胸膛；
我要用歌喉唱出未来的胜利，
用秃笔， 描绘出苦难同胞之灾殃。
让历史的巨轮轧下一道红丝，
踏着它，
我们中华民族要站起来，
像醒狮一样！

我来自北方
———我的家居住在易水河上。
今天， 我噙着眼泪在内地
受着祖国的锤炼，
到明天，
我要用欢欣的歌声，
回北方去歌唱……

———蒋实 《北方之歌》

这便是西北师大哺育出的学生在六十多年前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学
校颠簸流转于秦岭荒山之间时的歌唱。 诗人将国家放在心中， 将自己融
入社会， 将报效祖国、 振兴中华民族作为一生的使命， 不是将教师只看
作一种职业。 至今读之， 让人慷慨激昂， 热血沸腾。 署名野藜的 《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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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说：

你的笔
像农夫的犁
深深的掘入地层

你的诗
有血有肉

在纸上
也是有声音的歌唱

你好似一炉火
整个的燃烧着我

如今
我再也不能沉默了
我要和你一同歌唱
为黎明的到来歌唱

艰苦的生活， 吃、 穿、 住、 行方面的种种困难， 全看不到， 只有雄浑、
嘹亮的歌喉， 灵动有力的诗笔， 体现着高尚、 卓越的情怀， 坚毅顽强、
积极上进的精神。 我们去读列在本书开头部分的三四十年代校友的诗，
哪一首不是那样震撼人心？ 传统， 就是在这时形成； 传统， 就是被这样
奠定。 西北师大， 从成立之初， 便是以培养教师为主要目标。 但教师不
是只靠粉笔在课堂上传授知识， 还可以用诗笔去教育、 鼓舞、 感染、 团
结更多的人， 它的作用远出于课堂之外。 这也是西北师大对于教育的一
种理解。

西北师大历届学生都是怀抱着这一片热土， 倾听着人民的呼声， 踏
着时代的鼓点， 一面歌唱， 一面前进。 在西北师院独立设置之初， 经费、
设备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编印校刊， 发表老师的论文， 也发表师
生们的诗歌创作。 1944年， 由进步学生创办了文艺刊物 《新地》， 还得到
郭沫若先生的支持， 郭沫若写信鼓励， 并题写了刊头。 抗战胜利以后，
青年学生以他们的诗笔一方面为争取抗战的胜利高歌， 另一方面抒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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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抒写爱情。 在当时， 也会有哀叹和哭泣， 有种种的思想活动， 但总
体上说来， 都是在不断地说服自己， 自我鼓励， 也互相激励， 扫除情绪
中的阴霾。 在这一方面， 王楚斯创作的小诗有一定的代表性。 请看他写
的 《祭》：

我哀祭一个怯弱的灵魂。
泪珠沾湿了我的衣襟。
泪，
湿了我的衣襟。

我记起那匹黄色的马，
马儿正徜徉在门前的草坪上。
马儿呀……
切莫悲伤！

我怀念着燕子，
燕子还在窗前嗷嗷不止。
燕子，
你絮叨着谁？

我要依恋春天，
春天却在辽远的辽远，
春天，
一张灰色的脸。

我哀祭一个怯弱的灵魂。
泪珠沾湿了我的衣襟，
泪，
湿了衣襟。

诗到底祭的是什么？ 不清楚， 好像是自己， 又好像是同自己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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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但惆怅、 哀伤和盼望振作起来的思想情调， 也是充盈字里行间的。
其中的一些诗句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似乎是消极的， 又似乎是积极的。
这正是四十年代很多青年的思想特征。 它既有着戴望舒 《雨巷》 那样的
情调和韵律美， 又有着 《诗经·秦风·蒹葭》 的无穷韵味。 如果说诗人是
写爱情， 则有他的 《劳》 可以印证； 如果是表现在投入革命队伍之前的
自我鼓励与对自己怯懦的自责， 则有 《三人行》 可以印证。 后一首所表
现的， 已经是一个十分激进的青年学生的思想。 我以为诗人是对缺乏斗
争精神的怯弱者的怜悯。

至于佇每的 《给琳》、 曹拓的 《江城草》、 曹战的 《春的歌》， 情绪就
明朗得多。 姜宏夫的组诗 《战地的蔷薇》， 就十分高亢。 诗中说：

我爱我底祖国，
也爱芳蘋
那我生涯中的第一度春天。
但在爱与生死同样重要的时候。
我宁舍去爱
而选择死!

下面一节写道：

四月天
太阳温和得像母亲底花眼。
我从芳蘋家里出来。
用刚吻过她的嘴唇，
吻了我底长剑，
连回顾也没有，
我迈开长步，
踏上征途。

也是将爱情和志向放在一起写， 而让人看到的是一棵纯真的心， 一
个高大的形象， 一个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青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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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大 （西北师院） 不仅传下来了诗的传统， 也以自己真诚的呼
唤感召了一届一届的学生， 为了民族的、 国家的、 人民的利益而忘记一
切，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二、 学校的剪影， 时代的心声

收在这本诗集中的作品， 有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北师院上学的老校
友的作品， 也有21世纪初在读学生的作品， 时间跨度七十多年。 其中的
不少作者在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辛勤工作了一辈子， 有的已经退休了，
有的已经谢世， 有的仍然在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 为当前的经济建设，
为早日实现两个文明发挥着聪明才智。 更多的是正在工作岗位上扛大梁，
成为中坚力量， 或投入实际工作不久， 正在朝气蓬勃地书写着人生与事
业的乐章。 其中不少人已经出了自己的诗集， 甚至不止一本； 广阔的实
际生活大大开拓了他们的创作视野。 也有不少校友后来转向写旧体诗，
或原来因为工作忙不再写诗。 我们为了使这部诗集更有特色， 更多地选
人一些在校期间的优秀诗作， 和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反映时代的作品， 故
确定一般只收新诗。 我们也力争将一些校友诗人的代表作收进去。 这样，
从这部诗集中可以看出西北师大几十年来的艰难历程， 可以看出我们国
家如何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建设， 如何在挫折、 风雨之后， 一步一
步走向今日的辉煌； 也可以从中更多地听到青年的心声。 从这个角度来
说， 这是一部主要由青年完成的历史， 尽管其中也有一些著名诗人在蜚
声全国之后的精彩之笔。

西北师院从1941年起开始迁兰， 当年11月即招收新生150人， 称为兰
州分院， 城固不再招新生； 至1943年学生主要在兰州， 改称兰州本院，
至1944年即全部迁于兰州。 司马逸风在兰州所作 《心情诗钞》 中说：
“六年北中国的流浪， 经过无数的关山， 坎坷路途上的荆棘、 刺破了流浪
者的双足。” 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困难， 也会有苦闷， 但终究面对现
实， 自我排遣， 勇敢地向前， 并提起诗笔， 抒发情感。 时明的 《驼群》
发表于1942年6月：

一根麻绳，
将他们连成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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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的步子
在风沙里向前！ 向前！
像一条蛇，
从遥远的天边，
驮来了丰富的礼物，
把敌人化作灰片！

又其同时刊出的他的 《泥瓦匠》：

爬上层层云梯，
把身体悬在半空；
一滴汗，
一滴血，
用艰辛去打捞生命，
不怕盛夏咀嚼，
不怕严冬侵凌，
日日在雾里攀登。

这不正是在讴歌那些坚韧不拔、 不怕牺牲、 为彻底击溃日寇坚持斗
争的志士吗？ 同学们关心着国家的命运， 将默默战斗在各地方各个领域
的抗日英雄作为自己的楷模。

下面是巴山青在1943年写的一首朗诵诗， 题目为 《拓荒———为师大·
师院成立四十一周年作》。 “师大” 指北平师范大学， 即今北京师范大
学； “师院” 指西北师范学院， 即今西北师范大学。 看来， 当时的学校
师生心中即将北师大同西北师大看作一体， 北师大的建校之日， 也即西
北师院 （今西北师大） 的建校之日， 1939年只是独立设置的开始。 诗的
第一节说：

北望云烟
风沙中的故园
拓荒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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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了三十五年

这是写在北京的一段历史。

果子散到黄土高原
在三年前
种子撒到黄土高原
在三年前
拓荒者———你
在那个 “兀秃秃的山
清淅淅的水” 的中间
又开拓出一块美丽的田园

这是写在城固时候。 诗人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了。 他随校来到秦岭巴
山之间，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仍表现出十分乐观的情绪， 表现出
为了民族， 为了国家献身教育事业的高尚品质和开阔胸襟———

在那里
广阔的太空
回绕着新鲜的空气
碧青的天际
披拂着皎皎的月色
大地静， 山野空
树木丛丛……
北望云烟
战火弥漫
西望河山
拓荒者耕耘着田园……

我们不仅由此看到当年城固建校时的生动图画， 也听到了当时师生
们的心声。 他们在进行着另一种战斗， 是在另一条战线上为了民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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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辛勤地耕耘。
还有不少作品是直接抒写对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家乡的思念， 表

现抗日的激情， 歌颂抗日的英雄。 李岳南的 《怒吼吧， 太行》 一诗中说：

万里关山挡不住现代的胡马，
幽燕父老开始了祸殃。
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相继投入你的怀抱。
锻炼着复仇的 “肉搏”，
突击着大和的豺狼。
宁愿将千万腔热血，
染在故乡的胸膛。

这写出了炎黄子孙钢铁般永不弯曲的脊梁的诗句， 是不朽的， 读来
令人肃然起敬， 令人自豪。 由上下文可知， 诗中的 “你” 是指抗日游击
队。 史成汉 （牛汉） 以 “谷风” 为笔名发表的 《再会》， 是从一千多行的
叙事诗中节选出的一章， 通过一个战斗故事， 写一个游击队的成长。 牛
汉的创作坚持到新世纪。 他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曹拓的组诗 《江
城草》 虽然是身处城固时抒情之作， 但写到南方的抗日纵队。 诗中说：

我底同志招呼我
战斗的旗子
也像孕风的白帆招引我
像招呼那些搁浅的破船
到远方去
到战斗的行列中去

读之可以使弱者振奋， 使懦夫立志， 今日读之， 也可以净化灵魂，
坚定人生目标， 有所建树。 曾铃的 《哀河南》 则写诗人回到家乡所见满
目疮痍， 遍地饿殍， 真是触目惊心。 然而诗人也并未气馁， 诗的末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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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
我的家园
在苦难中
担负着抗战的重担
走在最前线！

故乡!
喂养我的地方
我不会忘记你受的创伤啊!

这是写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四十年代后期西北师院学生的诗作则
反映了争取自由民主、 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 夏羊、 野黎、 王亚森、 时
明是杰出的代表。

张祖训 （笔名夏羊）， 又名张伊三， 至新时期仍以夏羊为笔名发表作
品。 他是四十年代毕业的本省学生中最杰出的诗人。 因为他家在甘肃，
所以无论从西北师大学生的诗歌创作还是从甘肃全省的诗歌创作来说，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夏羊在四十年代写了数百首诗。 1946年他作于校
园中的 《燃烧的城》 写了在反内线、 反饥饿斗争中兰州的状况。 《罪犯》
《致人面兽》 《筑墙》 则直接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专制、 独裁与残暴。
《要我们……》 《眼睛的故事》 则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对光明与自由的向
往， 《森林在哗响》 写解放前夕的陇中， 借自然现象写政治气候的巨变，
都极有鼓动性与感染力。 他从1949年4月至年底发表了近10首篇幅较长的
诗作， 都有很强的思想性， 在革命胜利的前夜起着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
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 号召人们尽快起来迎接光明的鼓动作用。 如发表
于1949年4月10日的 《落雨了》：

快落雨了，
潮湿的云块，
移过来，
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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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炕旱期的斑鸠儿，
对生活，
等待着一阵扭雨的风。
现在， 看不见了，
蚊蚋样密集的尘埃了；
看不见了，
带着恶音的飞起的砂土了，

向雨来的方面，
我走着：
把自己比作要开的花朵，
把自己比作将探土的草芽……。

透明的雨，
珍珠样的
不怕跌碎的
渗下天空来了……。
而且有力的注射着，
向贫血的泥土的皮肤里，
向干瘠的白杨的臂膀上，
注射着，
注射着养料的最好的液体呵。

雨多稠密呀：
树木没有一片不湿的叶子，
我没有一丝不湿的感情的萌芽。

把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 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祖国大地比作
“贫血的泥土”， 把人民群众比作 “炕旱期的斑鸠儿”、 “干瘠的白杨”，
把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新的一代比作 “要开的花朵”、 “将要探土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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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 人们盼解放， 如同旱苗之盼雨。 尤其诗中最后两段明显反映了 “将
革命进行到底” 的思想：

河是最爱雨的，
雨落得越多，
它跃动得越厉害。

雨不能停呀：
如果炕燥的气候，
仍然没有变换；
如果人们干哑喉咙，
仍然不能说话，
雨，
不能停……。

毛泽东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文是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 发表
于当年元月一日， 夏羊的这首诗中即贯穿着党中央的这个思想。 由这首
诗在报上的发表可以看出1949年西北师院学生及整个兰州新闻界的思想
状况。 夏羊的 《污秽的泥沼》 用比喻的手法揭露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
的黑暗和人民希望早日得到解放的迫切心情。 《面孔》 《犁和瘦牛》
《野生植物》 同样用了比喻的手法， 《震响的夜》 带有叙事性， 但表现的
思想都大体一致。 《回到村庄》 是写自己多年后回到家乡的感受。 夏羊
的诗正如黎明前的号角， 不仅在唤醒西北师院， 也在唤醒全省广大人民，
来迎接解放。 夏羊四十年代的作品中也有抒发个人情怀与表现对人生看
法的作品， 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 如 《问》：

火柴， 为了火把熄灭，
希望， 为了黎明凋落，
野草， 为了春天冻结，
我， 为了写好诗，
艰难地寻找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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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夏羊写了大量歌颂农村变化的诗歌。 直至新
时期他还在放声歌唱。 他是甘肃创作时期最长的一位诗人。

署名 “胡扯” 的作者在几首诗后都标明作于师院， 在 《陈小三》 一
诗的后面标明 “三七、 六、 二九师院”， 则作于民国三十七年， 即1948
年。 这是一首叙事诗， 写一个农民卖掉了住家的茅棚埋葬父母， 住在土
地庙里。 他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又盖起茅棚， 娶了媳妇。 后来他媳妇被偷，
最后不但坏人未受到制裁， 他反而被监禁。 他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里靠
个人辛勤劳动安安稳稳地生活是办不到的， 所以越狱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这首诗具有明显的革命鼓动性， 作者很可能是地下党员， 至少是受革命
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 胡扯的其他几首如 《做贼》、 《伙计老了要饭吃》
也是叙事诗， 都带有反剥削、 反压迫、 鼓动反抗的革命思想。

野黎也应是笔名， 作者在 《把种子埋在土里 》 一首的末尾标明 ：
“三六、 八月五日于师院。” 诗作于1947年。 他的诗也表现出强烈的思想
性和鲜明的爱憎。 如 《把种子埋在土里》：

我从路上拾了一颗种子
像农人
我把它埋在田里
让风刮

雨打
我希望它发芽

开花

于是———
我心灵有了寄托

我埋下了新的希望
我抖起了精神
虽然天很黑
但我仿佛看见太阳
从东方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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